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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 储存、特别是文件的储存，连同有关费用，是对联合®系统各组织具有重 

要意义的问题之一， 但是，至今除了教科文组织档案保管员很好地编制了 一查范 

围较为秩窄■的研究以外，还没有已知类似的研究讨论这一专凰由于各组织的财政状 

况已经如此危急，必须探讨一切途径，以求减少开支。 因此本研究报告的目的是 

建议措施，以 便 有 效 、最经济地改进或解决跟前的储存问题

2 . 经过四十周年的生存，联合国及其机^遇到各种储存问凰  有些组织， 

例如联合国本身，特别是其日内瓦办事处，以及粮农组织和教科文组织，面临着严 

重缺乏储藏大量文件及各种其他材料的空间的问题。 其他组织的情况没有如此紧 

急，其部分原因是它们祖用了保存材料的地方。 还有其他组织（如劳工组织）则 

为今后十年至十五年保留了储存的空间，但还想改进其储存技术，以便减少储存费 

用，提供更好的会议服务。

3 . 关于储存费用似乎没有确切数字，因为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颈算中没有关 

于储存费用的单独划分项目，而且被其4*某些组织看成是免费的服务。 然而，可 

以明确地说，包括管理人员、保管和设备费用以及房租在内的全部储存费用已经达 

到相当大的比例。 因此大会第四十届会议对联合检查組研究这一个问题表示兴趣, 

也就不足为奇了。 检查专员希望，他们的努力也至少部分能满足精农组织对记录 

保管的兴趣。

4 . 由于联合国系统没有关于储存问题的研究或文件记载，检查专员调查的方 

武是向系统内各组织发出详细的调查表，并访问其中许多组织，以便直接係价情况。 

这两种行动，得到有关官员的积极反应，相当有用，目前收到的答复和举行的实质 

性讨论都证实了这一点。 这次检查还使一些组织第一次对其健存状况作出佑计。 

在此，檢查专员们感谢所有有关官员抽出时间并努力详细 'I：报其组织的状况。

5 . 在其工作期间，梭查官员发现联合国系统的储存问题可分为两大类：（a)

印刷品； 0 ) )各种非印刷材料，可予分别处理。 由于全面研究的范围太广泛，非 

能在适当时间内掌握，检查官员不得不特别选出了一些看来易于解决的问题：



( a ) 文件数量曰益增多，迟迟不应用旨在减少数量的规章。

( b ) 往往缺少现代化器具，例如，缺乏专门设计来減少人力、便于取用文 

件、向读者提供较好服务、降低管理費用的重叠型架子设备和计算机 

系统等。

( C )各业务司、科、股自行制定记录和文件，不在中心部门共同登记。

( d ) 联合国系统缺少空间，储存分散，问题严重，費用高昂，而又无法适 

当满足读者的需要。

( f ) 文件、 出版物和图书馆占了大量空同，如运用最现代的技术可以大大 

压缩，有可能向读者提供更好、更快的服务。

6 . 在拟定其研究报告时，检查官员在一些具体方面争取外来专家的评定，越 

来越认识到新技术的影响可以帮助联合国系统应付上述问嚴  因此， é 们参观了 

法国、端士和英国一些专门从事库存（类似联合国纸张、家具、文具的库存）和大 

规模储存资料的私营公司。 在那里他们看到管理和控制材料的技术、以及大规模 

储存、归挡和检索资料的现代系统，这是联合国系统许多组织所极为需要的。 仔 

细审查了这一方面现代系统的性能和可能的费用之后，检查官员认为激光磁盘技术 

( 已为一些私人和公共组织所拥有、并已成功地运用）应在联合国试用，从最适切 

需要的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开始。

7 . 梭查专员们感谢在仓储领城里同他们交流经验的所有人，还感谢在上述国 

家参观的搞大规模储存、归挡和检索资料的技术的各家公司的人员。 这些人员， 

还有其他一些检查专员得其一臂之助的联合国官员和国家官员，都贡献了他们关于 

现代技术体系的知识，大大帮助i f 价这些体系在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可能用途。



二、库存情况及有关因素

A . 印刷品

8 . 正如上面所述，并不是联合国系统所有組织都缺乏储存文件、出版物、书 

籍和其他材科的空间，但有些組织现在在这一方面的确面临日益迫近的危机。 首 

先必须强调，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主要实际产出是印刷品。 其次，文件和出版物 

之所以要储存，是为了用来开会、散发、销售。 糖存的每一文件应随时易于取得。

1. 目前没有遇到困难的组织

9 . 联合国系统中储存状况总的来说令人满意的而个组织是：国际劳工组织和 

万国邮政联盟。 前者在场地方面没有重大问题，因为劳工組织的大楼是近年建造 

( 1 9 7 4 年开放），敬计的工程师同劳工组织有关官员商量后，不仅为将来留下 

了足够的空间，而且还在底层储藏室安置了可移动的重叠型架子的轨道，以便需要 

节省空间时可使用这一设备。 揚报告，万国邮盟也同样配备了重叠装置，目前的 

印刷品储存能力（ 1 , 0 4 5 平方米）足以满足其需要，如有需要，该组织可以收 

回其程给外面人使用的部分空间。

1 0 . 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储存状况都 

没有产生特别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所有这些組织都象劳工组织一样，最近才搬入新 

楼，有足够空间。 另外应该提到，原子能机构和维也纳办事处的储存空间状况令 

人满意，也是因为严格执行它们的决策机构所制定的准则之结果。

2 . 面临较小困难的组织

1 1 . 储存空间发生一定问题的组织有：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海事組织、国 

际电讯联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組织。 虽然工发组织 

同原子能机构和维也纳办事处合用维也纳国际中心的场地，但它也报告说它在进行 

活动时、以及在代表维也纳国际中心中的三个组织负责大楼的管理和业务时遇到一 

些储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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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因此，尽管自1 9 8 0 年以来民航组织占用的空间大大增加（从 23, 152 

增加到2 5 ,  8 5 1平方米），但设计为储存或仓库的面积仍然只有1 , 3 6 1平 

方米。 储存面积的最近一次增加是1 9 8 0 年，建立了一座出版物仓库( 2  6 0  

平方米）和当时新成立的档案记录管理中心（ 1 0 0 平方米）。 现在，特别是文 

件、出版物和挡案的库存面积已将近这到饱和，正在考虑扩大的要求。 检查专员 

们建议考虑在轨道上安装重叠型架子设备（如果地板能承受重量的话) , 以此作为 

解决民航组织空间问题最直接、较便宜的方法。

1 3 . 在海事组织, 新楼里没有为储在家俱和办公机器设备提供足够的面积。因 

此原来定为办公或会议室的地方已被用来当作仓库。文件科再没有地方扩大挡案储 

存空间。

1 4 . 在电联，储存空间也是小问题，设施分布在电联大楼（塔楼和瓦享比楼） 

的底虽和组织以外的地方，总面积为4 ,  0 0 0 平方米，大约三分之一用于文件、

出版物和档案。 如能将所有物品集中存放在一撞楼里，当然较为方便，但目前情 

况并未导致不可逾越的困难。 外面的仓库不需要特别人员管理，除了房祖以外，

不产生人员配备或预算问题。

1 5 . 儿童基金会利用各种设施满足储存需要,包括在总部祖用一些地方储存需 

要迅速检，的文件和记录。 它也同联合国总部合用设施储存一些档案记录，而且 

最近在大楼以外找到新的地方。 目前安排花费无疑报高，而且无法满足儿童基金 

会目前的储存需要，现在正在考虑在长岛市仓库租用更多的储存空间。

l a 尽管维也纳国际中心是新建的，工发组织的储存场地已不大能够满足其需 

要。 维也纳办事处和工发组织的文件处都缺乏空间。 家俱、设备、文具供应品 

和备件的储存面积都不够。 精藏和文件的分散已不可避免并已产生了管理问题。 

由于工作量（向维也纳办事处和工发组织提供的服务} 扩大，文件管制股的空间已 

曰益紧张。 另一方面，由于祖借了场地，世界卫生组织和产权组织所面临的较小 

的困难已暂时得到了解决。 气象组织目前也能够满足其储存需要，但是不久它将 

不得不祖用外面的仓库，以储存新的出版物。

- 4 -



3 . 面临严重困难的组织

1 7 . 本报告很难详细叙述诸如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总部、日内瓦办 

事处等纽织和办事处的仓储设施缺乏情况。 每一组织的状况可总结如下：根农组 

织的主楼没有足够的空间，需要祖用外面仓库，占出版物和有关材料的全部总面积 

的6 3 % 。 实际上，粮农组织大楼里储存的出版物和文件约在1 , 5 0 0 平方米， 

外面祖借的空间则大约有2 , 5  0 0 平方米。 主楼储存出版物的地方往往是由办 

公室改成。 次要空间，如地下室、走辉等也被加以利用，甚至职工休息室也被 

缩小到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改用来储存纸张。 目前关于印刷品的储藏管制没 

有明确准则，如果该组织不是严格执行限制文件数量的政策的话，储存问题本来还 

会更为严重。

1 8 . 教科文組织的储存问题严É影响到下列单位的活动：综合情报计划处，它可 

能是秘书处各计划处中情况最紧张之一，会议、语文及文件办公室的文件处，它缺 

乏空间储存同执行局和大会有关的文件；图书馆、挡案和文件服务司，因为计划在 

建造文库时没有考虑到挡案储藏的特殊需要。 档案室目前拥有5, 4 7 7 米长的 

文件架，其中4 , 3 8 7 米已被占用。后备空间实际上不存在, 因为大约1 0 % 至 

15 %不能使用。

1 9 . 教科文組织1 9 7 5 — 1 9 8 5 期间旧统计数字表明，每年文件架平均净 

增加1 8 8 米。 每年销默的记录大约占新文件的5 0 % , 但是秘书处有些单位还 

有未入档的记录。 主要包含1 9 6 7 年以后的官方困件的档案在1 9 8 4 年3 月 

被大火烧毁，否则将文件架还要增加7 0 0 米。

2 0 . 办公室被用于储存和散发记录并不是教科文組织特有的困难，检査专员在 

参观其他组织时经常发现同样的问题。 例知，工发组织的官员表示，他们可能最 

担心的是将办公室用于此目的。 粮农组织、儿童基金会、日内瓦办事处和联合国 

总部的情况也是如此。 原子能机构表明，他们严格控制使用办公室，任何人不得 

储存可以送往专门挡案科的记录。 但由于缺乏适当的准则，许多组织没有这种管 

制。在办公室里和走廊上储存出版物和其它印刷品是教科义组织的普遍特征。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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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由于大量材料糖存在教科文组织以高价（见第6 5 段）祖用的CaeJian★ 库(离 

总部大约2 0公里）。 虽然在总部和Caehan之间组织每天运送服务，但运输问 

题还是不时发生。

2 1 . 联合国总部( 纽约》除了自己的大楼以外还在曼哈顿租用了大约40, 000 

平方英尺（总面积）的空间，专门储存桂案文件，每年总贵用为304, 000美元。 

其中有41, 2 5 0平方英尺（总面积« 存空间位于长岛，每年总费用为188, 900 

美元，被会议事务部用来储存文件和出版物。 此外，在联合国DC. 2 大楼里每年 

有 8 0 , 0 0 0 美元用于8 , 0 0 0 平方英尺（总面积）的空间，被房舍事务管理 

处用作各单位的一般储存场所。

2 2 . 上述租金费用包括当地地产税，但不包括保险费、器具或维修费。 虽然 

报据总务厅的答复，仓库的房租按组约的水平还是比较便宜的，但联合国在纽约付 

的全部租金每年5 7 2 ,  9 0 0美元，都是相当可观的数目。

2 3 . 近年来，一直在研究如何减低储存费用，结果进行了谈判，同长岛仓库作 

出较为有利的祖借安排。 另外还考虑是否可能将挡案从现在的地点搬往联合国大 

楼，但总务厅认为，在目前财政危机之际，这是不可行的。 检查专员则认为，用 

以下西个方法或可避免将两♦ 仓库的物品搬往总部，减少一大笔开支：

(a) Park  A v e n u e仓库的主人有兴趣以约2 0 0万美元的代价买下同 

联合国签订的、 1 9 9 3 年期满的合同。 这笔现钱不仅是以将两个 

仓库的物件搬往总部，还可以适当调整车库，以便容纳来自ï a r k  

Avenue大楼的挡案

( b ) 如果买合同的钱在几年中担保分期支付，会员国可考虑预支掘:迁费用， 

在二、三年内相应地偿还。

24. 检査专员认为，联合国总部的仓储问题主要是祖金太高，联合国日内瓦办 

事处的情况则属于另一住质，而且更为严重。 我们应该记住，万国宫首先是个 

" 会议中心" ，这小中心应该确保各种会议顺利进行，服务良好（ 1 9 8 5 年在日

大 约 开 3 7 , 0  0 ()次公议， # 不多与纽约的☆ 议数目相间)说取 

合国Ü 内瓦办事处储存iâJ权的缺乏妨碍T 它执行这一职能，并非，过其实。



25 . 关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印刷品储存情况可以倚单地举一个例* 分发如 

销售科的文件如出版物储存在万国宫中3 5 个不同的地方， 分布于1 0 层楼。该科 

下属的分发股分散在三幢大楼的九层楼里，其由柜台^^会议分股有三小工作点，分 

处于两撞大楼的三层楼里.

26 . 除了储存点分散，距离远（达 8 0 0 米 ）所引起的管理问颤、包括人员监 

督Éfô间题以外，还值得指出：每年搬往万®官的3 5 个储存点的文件大约为4 8 0  

哺，其中2 0 9é是暂时储存，供将来会议之用，在开会前从大楼一端搬柱另一端， 

会议之后，5 96 ( 2 4 吨 ）的文件乂要转运到各储存点，以满足各代袭团和秘书处 

工作人员日后的要求。

27 . 会议服务命文件储存点报分散，导致活动重复， 需要报多临时人员( * 此 

每年大约要雇用2 0 至2 5 名一般事务人员）， 多年来，都要靠大量取用临时助 

理资金，才能解决上述问题， 1986 — 1 9 8 7年期间，曰内瓦办事处用于聘请会 

议临时助理的资金被大幅度削病，因而迫切需要进行一些变基， 以确保出版事务处 

的工作能正常运行。 秘书长指示，要将临时人员减少3 0 % , 更加剧了水来已很_ 

棘手的问題， 因此，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解决这情况所引起的各种后果。

2 8 . 日内瓦办事处的仓储情况影响了销售股的活动，主要是影响了提供服务的 

速度。 如要实现人力的成术效益，迅速供货，5 小主要销售点应相互接近。 现 

在，这些工作点分散在不同地方，接收点舶订货点太小， 很不实用。 要希望在市 

场上竞争，分发如销售科应在一天内处理订单》 实际上，它未能取得这一理想的 

效果，因为一碰到大量订书，就必须从+ 几个追远分散的储藏点取来，花费许多不 

必要的时间》

2 9 . 同万国宫库藏设施有关的一严重问题是， 大量珍责的出版物存放在地下 

通道里， 任过路者随手拿取。 价值数以千计美元的商品实际上等于无人看管。



B . 办公设备如用品

30 , 各组织在储存办公用品方面遇到的问题不同于印刷品，纸张、家俱，办公 

室设备（打字机、复印机，计算机等），文具的储藏一般都保持在不变的水平上。

3 1 « 除了劳工组织以外，所有组织都表示，它们储存非印刷物品的面积已达饱 

愈，需要另外租用场地。 非印刷物品的储存在日内瓦办事处占7, 6 0 5 平方米, 

在報农组织占5, 1 2 6 平方米，在卫生组织1^2, 5 8 9 平方米，在原子能机构 

2, 1 6 9 平方米，在教科文组织占1, 9 2 8 平方米，

( a ) 印刷用纸

3 2 . 在所有设备用品中，纸张储存在多数组织里占的面积最大（如万国邮盟一

50. 7 9 6 ,原子能机构3 4 % )  „  另一方面，有些组织，如产权组织（ 12  9 ^ ) ,  

气象组织{ 1 0 % ) , 卫生组织（8« 5 96 ) , 民航组织（7. 0 %  ) ,命教科文组 

织（约为4 % ) , 纸张据的面积都很小。 在这一方面，可以说，多数组织的政 

策是通过招标批发采购，以便取得最佳价格。 如果各姐织能共同大批购买纸张 

( 例如通过日肉瓦联合采购事务处），是可节省许多钱的。 但如由于缺乏空间无 

法这么做，就不得不或者是按较高的价格少量购买纸张，或者是储存在组织以外的 

地方》

33 . 有些組级由于面积有眼，只储存够用4 小月的纸张（粮农组织、民航组织、 

日内瓦办事处、卫生组织）。 其他组织则同批发商订有协议，将每年订货的一部 

分免赛存在后者的仓库里，按照需要取货（原子能机构，劳工组织、电联，教科文 

组织、联合国总都、产权组织，气象组织是这样做的 ) 。 但是，也有些组织不得 

不少量印刷文件，等到以后再重印，因☆ 总部附近没有储存纸张的场地， 这样， 

生产费用就昂责了。



( t o 家俱与文具

3 4 . 至于其他物品，储存能力是足够的，因为由于财力跟制，尽可能少量储存， 

够用三、四个月，後满足眼前需要即可。所有组织的家俱设备政策都是，每年两三 

次定期拍卖，处理掉无法修理的陈旧家供和设备。在这一方面，.检查专员看到• 有 

时由于硬性规定，举办拍卖的费用竟超过了拍卖所得。检查专员建议，在这些情况 

下不如采取免费赠送的政策。新用品则应从质量相等、报价最低的供应商那里购买。 

联合国曰内瓦办事处的财务条例规定，应尽可能直接从工厂购买用品,这样可省去 

了中间环节，实现重大节约。 ，

C . 图书馆，记录和档案

3 5 . 图书馆和文件中心的主要职责是让工作人员、代表团和其他读者掌握资料 

和一般知识，至于记录和档案，它们是各种活动的成果与证明，是各机构通常的信 

患储存，因而也是不可缺少的工具。记录保存在档案处是为了行政，财政和法律的 

原因，是为了情报的需要，而且也是科学研究的原始材料。因此，很显然，各组织 

应该有清楚的公文档案政策和执行这一政焚的规定，并应备有档案管理员、适当房 

舍、以及关于保存什么材料、数量多少、如何选择的明确准则。图书馆的1  和挡案 

室的记录不仅仅是储存物品，它们具有高度的理论、文化和法律价值。所以我们认 

为，适当地储存和利用图书馆收藏和档案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这一点反过来又在 

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现有的设施。

3 6 . 分析各组织答复可看出，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图书馆和挡案室的仓储状况 

才被真正是令人满意的。例如在劳工组织，尽管中心图书馆收藏每年增加约7 9  0 

米长 . 库存至今还没有出现实际问题，因为面积足够，能有系统地将之清理。

3 7 . 原子能机构，、环境规划署、万国邮盟 . 产权组织和卫生组织报告说, 目 

前图书馆和挡案室的空间还算充裕；原子能机构今后三年内空间足够.但须每年不 

断清理库存。所有其他组织，有些已没有扩大余地，有些则面脑极端困难。民航组

原子能机构负责管理维也纳国际中心图书馆，除了原子能机构之外，也为工发 

组织和维也纳国际中心里其他联合国组织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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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的挡案股报告说，所有空间都已被利用• 已无法满足储存其他记录的要求》儿童 

基金会希望在联合国档案库里争取更多空间, 因为那里的地方较为稳定，而且费用 

合理 r 工发组织报告说 , 主要文件库空间缺乏。在所有空间紧张的组织中，教科文 

组织情况最严重，文件不断增加，图书馆和档案库处干困境之中，因为计划教科文

组织大楼时没有充分考虑到库存的特殊需要。目前它们拥有5, 477米长的架子， 

其中4, 387米已被占用，每年平均净增1 8 8 米》每年清除记录，约回牧5 0%

的空问》图书馆在地面积1, 400平方米，架长4, 600米。过去1 5 年已没有进 

一步矿展余地，主要原因有二： 一，大楼面积不够；二、缺乏足够的经赛。库存 

稳步增加：书，平均每年增加了 3, 200册；期刊，每年增加18, 800# . 每年只 

能清除1 0 % 的书，约3 0 % 的期刊。

3 8 , 联合国H 内瓦办事处图书馆的储存问题多年来一直在广泛讨论。书架有十 

层，容有大约1 0 0 万水书籍和专题著作。 5 0 0 万份文件( 公报、会议辩论.联 

合国专门机构的梢案）、 3, 0 0 0 -4  000份期刊（视起始年份而定K 国际联盟的 

藏书、报 ( 架长5 0 0 - 6  0 0 米 ）、微缩胶片，微缩胶卷等. 此外，还有两间 

资料室（26» 000册 ）、两间小储藏室• 图书馆大楼走廊里也放藏书。

39. 1 9 8 2 年成立了图书馆扩建工作小组，专门研究储存问题。召开了六次 

会议之后，工作小组承认增加面积属于合理需要. i l 为建造储存用的新建筑是必然 

的长期解决方法。同时，工作小组也建议采取以下每期解决方法：（》) 改造图书馆 

底层，以使储存期利、挡案和其他出版物；（f c ) 购买设备，.以便内郁生产微缩胶片 

如微缩胶卷：（0》安装新架子u f  f, 000米长，够储存30, 000册 》工作小组还: 

建议深入研究新的建造计划，为图书馆增添足够储存今后3 0年材料的30, 000米 

长的架子。在其振告中，工作小组IH顾：（a } 根据经社理事会和大会Éfe决议，联合 

国图书馆应是管理文件的图书馆. 首先☆ 联合国加专门机构服务，其次为国际组织 

研究机构和学生服务；（t，） 同总部相比, 日内瓦图书馆缺乏设施.所以购置计划应 

旨在维持一定水平，使图书馆能尽到满足其主要读者的义务；（C) 书籍应继续储存 

在日内瓦办事处图书馆； 不应转让牧藏中任何一部分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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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 图书馆迄今（1 9 8 6年 ）没有增添面积（建设新附属建筑的计划业已放 

弃 ），因而储存情况已不断恶化，严重地缺乏空间，缺少现代技术，

D. ，响库存因素

检查专员对研究板告叙及的各组织的库存紧张问题认明了以下主要因素。

(a) 大楼的初期建设及其实际布局

4 1 . 劳工组织和2 M M 盟大楼的设计者提供了足够的面积. 以应付今后1 5 至 

2 0 年中储存的增加。与此相反，粮农组织和教科文组织的大楼设计则没有考虑到 

这一问题。至于万国宫，原来计划是满足3 0 至 3 5 年的储存需要，这小佑计是正 

确的，所以到 1 9 7 5 年空间就已完全用完• 目前已接近于宣息状态。在这一方面， 

检查专员有点惊奇地看到电联在对他们的调查表的答复中， 1 9 8 6 年 7 月开始新 

大楼方案，竟然没有足够考虑到电联的储存问题（见第 1 4 段 ）。

4 2 . 这些大楼的实际布局，导致了储存点过多且分散（有水平分散和垂直分散） 

这个问题对日内瓦办事处来说尤为突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粮农组织也是如此。

( t o 保存和安全措施

4 3 . 要对储存情况作出客观的佑计. 就不能不注意安全措施，因此，向各组织 

调查时就要问：是否有充分的防火、通风、卫生、防盗措施？许多组织一-国际原 

子能机构( 维也纳国际中心大楼）、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劳工局、国际电信联 

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教科i •组织‘ 联合国儿音某金会、联合B 总部、互 

国邮政联盟、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气象组织一均回答说，它 

们具有充分的安全措施，并往往经过驻地 当 局 批准。最近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儿童基金会在这一方面都有了一定的改善。



4 4 . 世界粮农組织的储存家具、办公室用具、档案库、等等方面采取的安全措 

施，被认为也是充分的，但是还有改善的余地，例如可增加烟雾监测器、 自动洒水 

装置等 . 该组织图书馆为改善安全措施，目前正在进行一项研究，以评俊情况， 

对整个图书馆的藏书建议新的措施. 由于现有空间的限制和性质，世界粮农組织 

出版物储存的安全条件是不充分的， 工发组织的家具储藏室有通风和、湿度的问题, 

迄今为止，减低工作温度、提高遥度的工作并没有得到成功 . 但是，保存挡案和 

记录的文件管理室的安全措施却是充分的。

45 . 由于本报告已提到的许多其他原因，联合圓日内瓦办事处的安全措施、尤 

其是经销和零售都门的安全措流是很不足够的，很少地方可以上锁，偏僻的储存点 

容易遭盗窃，因为缺乏空间而不得不用遂道储存. 根据卫生郁门的报告, 联合国 

文件准备从一处储存地点搬走，因为那里的条件不利于健康，缺乏适当的通风设备， 

没有紧急出口，湿度过高，而且天花板太低，工作人员甚至无法直立， 大鄧分地 

方已安装了火警警报，却不一定都有自动洒水器设备 .还有些储存房间光线很 

暗，进出很不方便， 检査者们认为，即走目前采取，缩措施，对联合国驻日内瓦 

办事处储存地点的安全和保卫，还作为首要问题给予认识的考虑 .

( C ) 各组织活场的增加

4 6 / 各组织活动日频，每年举行越来越多会议，采用新的方案、新的官方语文 , 

会议文件量和发行量都大大地增长•

47 . 联合国大会其他组织的立法单位，一直在不断地审议各会议和大会产生的文 

件量的问题，拟订了不少决议，却没有明显效果， 结果是，每年都需要上千米长 

的书架储存文件，保存这些文件的成本曰益增高，尤其是工作人 i 的开支， 根据 

某一資料的倍计，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开支达5 0 0 万美元左右 .联检组在好几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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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去里都研究了这个问题2 , 最近的一份是： " 联合国系统内文件的控制和限制" 

( J ■工Ü / R E P / 8 0 X 1 2 ) .  联检组最近的一些其他报告也详细地讨论了 

一些比较广泛的问题和实践，，

4 8 . 联检组关于" 文件的控制和限制" 的报告指出，1979年联合国仅在纽约 

或日内瓦印刷的页数已达9.  2亿，再加上联合国其他组织编写的文件，总数将超 

过 1 5 亿页. 不用说， 1 9 8 6 年新的研究将显示该数额又大幅度增加， 正如 

各组织所指出，尽管文件储存量已降低，但文件种类仍然在增加，很快占用了腾出I 

的空间，并需要新的空间， 例如，从 19  8 0 年到1 9 8 6 年期间，联合国增发 

了1 5 0 0 种新的文辑号码，还不算原有文辑自己也增添了6 0 0 多 种 序 号 .昆  

际原子能机构在 19  8 0 年至1 9 8 4 年之间出版物增加了2 6 % (主要是增加了 

新文辑号码）， 国际民用航空組织在最近几年中逐步增加了其储存量,主要是出 

版物和文件的储存，原因是：发表新的出版物，原有官方语文更多被使用，又采纳 

了新的官方语文， 但同时, 也应提到，有些组织（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因为严格

2 " 关干文件的报告" （ J 1 U / R ：E P / 6  8 X 5  )、 "关于教科文组织大会 

议事录和文件合理化的报告" （J I U / r s p / 6 9 / 4 ) 、 "关于用会议 

记录代替筒要记录的报告" I U / R E  P / 6 9 / 1 0 ) 、 "关于世界粮 

农组织会议议事录和文件合理化的报告" （J I  U X R E  P / 7  1 0 / 1  ) 、 

" 关于世界卫生会议议事录和文件合理化的报告" （J I U / R E P / 7 0 /  

8 ) 、 " 关子联合国文件和大会及其主要机构的议事录安排的报告"（ 

R E P / 7  1 / 4  ) 、关于联合国系统内增加语文的影响的报告" （ J I U /

R E P / 7  7 / 5  ) 、 关于" 联合国系统内翻译程序的评价"（J 工U / R E P /  

8 0 / 7 ) 等.

， " 联合国系统内出版政策与实践" （J 工Ü / R E P / 8 4 / 5 )、 "对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J 工U / R H P / 8 4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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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了预算零点增长的慨念，出版物的数量没有很大的增加 .工发组织是唯一的 

组织，报导了在过去5 年中文件和出版物储存量有所下降，主要是由于预算削减， 

全面减少文件分发之故 .

(d) 政策指导方针

4 9 . 在出版物的印刷量、储存的保留和别除方面，都缺乏恰当的政策指导方针， 

尽管大会或其他机构都通过了许多限制文件数量增长的决议，但是分析证明，只有 

少数组织严格执行了规定，其他组织则似乎完全置之不理. 因此，联合国驻日内 

瓦办事处在文件储存方面出现了极端紧迫的局面, 追使有关官员在现有的规则或准 

则以外，还建议将各文俘储存在两年而非三年以内削减到最低的程度.

5 0 . 为了对出版物的储存进行控制，国际原子能机构每年全盘清査一次, 采取 

行动处理多余的库存. 所有文件仅储存商年，其后，只存3 0 份英语文本、. 1 0 

份其他语言文本 . 别检过的文件再保存五年，以后就只能到维也纳国际中心大楼 

的图书馆挡案中査阅， 免受别除的只有 " 畅销文件 " ，诸如年度报告、预算等 , 

但，所有文件都保存了一份原文，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印行文件的储存管理按照有 

关办公室、中★ 注册科和挡案所制订的程序准则和保留时间规定，遵守国际民用航 

空组织秘书处政策指示. 出版物、文件和再版物的印刷量均算好平均够用三年， 

国际劳工局希望第一版印刷量能够满足三年的需要》 国际海事组织在文件第一次 

分发之后，剩余的保留一二年，供其他会议作为背景材料，然后拍成微缩政卷 

发组织文件管理的储存维持在最低水 ;f , 宁可必要时由文件股经同有关官员商量后， 

提出重印，一般两年以后就不再保留，只在中央挡案中存原件一份, 世界卫生组 

K 按照手册上的规定，官方文件保留最多五年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一年一度清 

除期刊储存，腾出空间给新的期刊（月刊的保存在五年后减至一定数量，根据《专 

利合作条约》提出的专利申请三年后即进行清减）. 至于文件，根据所需要的空 

间考虑到有关问题的性质和重要性，也经常进行清减 .

5 1 . 但是，如以上所提到，有些组织、包括一些库房问题严重的组织，却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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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控制印刷品储存的具体方针. 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只每季检査一次期刊储 

存， 会议语言司和文件处则三年检查一次执行委员会和大会的文件，削减储存， 

综合情报方案（？ G 工）每年检査次储存情况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刊物大部 

分在发行后两年内销售 . 多年来的做法都是，组织询问各国家级委员会是否想要 

卖剩的刊物. 由后者说明它们感兴趣的方面（科学、文化等）和语文• 世 界 粮 . 

农组织制订了记录档案准则 ( 每四、五年进行一•次检査）和图书馆储存的指导方针* 

劳工局、国际海事组织、电联、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儿童基金会、工发组织（除了 

盘存管制股之外），似乎都没有方针， 如果粮农組织没有严格执行有关文件量的 

政策的话，该组织的储存问题会更严重， 国际劳工局虽然没有书面规定，仍认真 

地执行期刊储存清除方案. 国际海事组织每年审査一次储存, 务求保持在最低程 

度 . 世界气象组织每年清除库中旧货，腾出空间给予新的刊物，

5 2 . 本报告谈到的组织有各种有关指示, 表面并不复杂，一旦执行也不容易， 

因为牵涉到大量的工作， 大规模检査本可用计算机来搞，但是，只有几个组织 

( 原子能机构、圆际劳工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配备了管制储存的计算机技术.联合国本身就没有计算机化的储 

存管制 , 如果能予以弓I进，可帮助管理人员了解情况，迅速采取行动，

(e) 技术与机械

5 3 . 技术是影响储存和服务效率的主要因素之一，也许是联合国系统中最弱一 

环 。 重叠架子（即可移动的义件架）适用于储存物件和档案，目前很少有系统地 

被 :t 件分，览单位所使用，因为需要在架子的正反两面操作。 这同普通架子相比，

重叠架子能利用9 0 —9 5 % 的可存放空间，节省 5 0 % 的空间， 另一种重要的 

节省方法是制作微缩胶卷。 如用计算机管理，能使储存以及整理储存所需的时间 

减至最低的程度， 相反，如果没有识别和取用文件的明确体制，那么，储存量就 

会還步增长，服务工作变得越来越赛时间， 此外，如果没有足够的运输设备的话， 

储存工作也很难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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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各组织通常用银设备有：資族武积可，雜银架子、货盘、手II车、重 

辅车、又车、长 车 等 € 是，M提到m是t 小盤织.維设备比大鎭象# v 而 于  

地极不能承受重量* Il碌了"^移动架子蟾广泛II® t 例如Ü合® . 科文翅默、.联合 

国驻01%瓦务，处》》 1E是，萍便没有大度維开支，没有ifeil装置.*

实现一•定的效率积节，》 ü  了邀速分•E #料 i 这样離减轻不少，存 f t题 Ï , 工发 

组织使用一架倘单、便宜K 电 子 粮 齋 衡 价 傻 1, 5 0 0 要元，能立馳i m 文fr>  

节省了2 0 ® 的劳力e

5 5 . 至于非常齋设备方面，板寂继级B 书馆fetti総是最先进购凝本,

分类法积索取法紹KeTCGf：编索It法、. B 于•!：熟 传 备 te微缩廣卷，》m： 

际振子能It檢Æ计算敢寻找文 IT ,管 敏 录 ÜÜ參》*促进对贷^ 極力》充分便 

用。 该II构已经黄始搬徽缩程序iff#算f l , f i營邀会谈文ir. 國 空 继  

直的储存營理体系M 人力* 挺, 翻総请査管理已.錢後大程度上

实行自场化，住计在19B  S年底全银完成 . W家具柳设备筑清查管胜Ü+Æ 
年翦已实现了自动it, S i i ,还正在进社》 «p#务irfc養管趣工1̂話算

可行性研究》 最近，该纽级☆其一f r u » 安装了计算桃线路， ifc读者敏駄电 

子方法森得技.术信患.a

5 6 . 国际劳工局的m 书 错 现 部 資 算 轨 他 巫 在 避 行 巧 行 性 研 究 设 运 将 文  

件 （现在便用的是卡片寒弓1法 》积设备# 存管理也实行廿算机化 。̂ 恭 »文组织的图

书馆、担案积义件业务处已完全计算n 化 t 具有其 g 己的数据库。 在这方面，应 

该指出，该处不仅负责趣护文件r 提 供 义 料 Kfi®服务,而且还管理综合性的文件 

网络 , 联系一切教科文组织的部0 和地区办，处 t 各部门均有其自己的专业悔文件 

储存， 综合系统用统一方法、同一接采t e •文件> 除了一些地区办事处之外,已 

全部计算机化》 联合国总部的維持积振，事务科和房舍管理事务处»近也正在安 

装计算机系统，将能保证隨时掌握有关建筑部件积设备的储存水平，有助于管制定 

货和储存，使两者达到平衡 ‘ 工发组织:的家具设备记录已全部实行计算机化, 能 

更好地管理储存 , 目前正在研制文具、部件和餐具的计算机条型码，



5 7 . 再说一遍，联合国总部 ( 除了图书馆外）和联合国B 内瓦办事处现代技术 

便用情况最差，可以慨括如下：N 供应储存没有计算机化；（t . )对家具的核査要 

根据出售商的计算机报告进行；（C i 联合国总部采购管理股从事计M l 化的清査； 

(d. 联合国总部的购买和运输科只打算搞一个计算机化购买体系的试点现目， 联 

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图书馆和其他储存地点迄今都未采用新技术，但是，多少令人 

慰到鼓舞的是，目前正与管坦系统科合作进行研究，让采歡和运输科的储藏管理进 

行计算机化， 微缩胶卷和胶片方案已得到施行，但也必须指出, 联合国日内瓦办 

事处的图书馆无法使用微缩胶卷，因为只有一台微缩胶卷阅读机，是 1 9 6 9年脚 

进的。 而且，由于经费不足，微缩胶卷制作活动现已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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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储存责用

5 8 . 佑计储存费用是本研究报告的一项极大困难，因为一般来说，各组织的预 

算并不包括 " 储存赛用 " 这一项目* 在答复调查表时，粮农组织、劳工组织 '  里  

际气象组织、开发计划署、工发组织、万国邮政联盟、世界卫生组织、知识产权组 

I只、_世界气象經织和联舍国日j i 各办事处都说，在预算中没有储存，用的单须拨款。 

国际原子能机构说 , 工发组织、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共同分担维 

也纳国际中心的总业务赛用, 维修费用仅是其中的一♦ 组成部分 *该机狗在这一  

费用中的比例是45 5% .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答复说,很难将实际用作储存的洛 

公室和会议室费用分开。 国际气象组织则只提供部分费用 , 即专门用来储存&版 

物的费用1 9 8 5 年为 12, 8 0 0美元， 只廣国际电信组织和教科文组织提供了这 

类费用的细目。 鉴于所牧到的资料支离破碎，本报告无法列出全系统储存赛用比 

较表

5 9 . 检查员试困通过调查表，至少查明和尽可能推算出某些项目, 加起来可说明 

储存费用的大小。 看来，费用中最主要的是工作人员的经费、总部以外的担金、 

维修费（包括保险、电力、照明、清洁、保养）等. 这些项目是直接费用，各组 

织因场地设施不足而支付的其他赛用则是间接费用，实际上是无法确定

A. 直接赛用

( a ) 人员配置与人员经费

6 0 . 储存赛用尽管很难确定，它主要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作人员费用构成fe* 

在此 , 检査 员也很 难明明 巧些 工 作 人 员 专 门 从 事储 业 务 ，或实际开支数额多 

少. 各组织之间的比较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涉及许多因素，例如建筑物的构造， 

经手的存货量—— 不管是在内部还是在外部储存，或内外皆有—— 执行各种任务所 

使用的技术等•

6 1 . 各个组织的合同类型也不相同，有长期的、定期的、短期的、也有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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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组织说，工作人员的时间并非1 0 0 % 专用于储存任务。 而 另 一 方 面 ，

一些组织也说，除了答复中所指的工作人员数目外，还有一些人也参与了储存工作， 

但不能把这些人加进去，因为无法用数字计算他们的工作量。 因此可以合理地估 

计，工作人员赛用要比答复所说的高一些。

6 2 . 鉴于前两段中所说的原因，检查员决定不提出有关各组织储存工作人员配 

备表，尽管有些组织尽可能提供了资料，彼此情况显然无法比较。

6 3 . 各组织在答复所需的工作人员数目时，都作了若于说明 .所有组织都指 

出，需要多少工作人员是根据工作量决定的，工作人员时间的使用是合理的。 1 _  

际原子能机构说 , 没有雇用临时人员来协助储存工作。 粮农组织则表示遗憾: 由 

于不够储存出版物的空间和设施，很淮对效率和产量加以评价。 国际民用航空组 

I 指出，尽管档案室的人员的工作可以看作基本上是储存和仓库工作，但大部分时 

间实际是用来汇编记录，为读者提供服务，摄制缩微胶卷。 该组织还强调说，由 

于出版物和文件仓库面积不足，读者常抱怨查阅困难，手续繁杂， 国际劳工组织 

:在雇人时十分仔细 , 避免增加长期人员的数目，用的完全是临时人员， 国际电信 

^ 强调说，工作人良缺勤时可能会产生困难，但在大多然情况下，这种困难靠多 

用点经费还是可以克服》 在需求高棒时期，储存空间可能不够。 短期紧急需要 

可靠临时人员来满足。 开发计刺署说 , 内部控制措施方面存在着职责重叠现象， 

需要多分工，但迄今为止不需要临时工作人员， 教科文组织则因储存场地分散面 

临着一些问题》 该组织需要增加人员来管理主要大楼以外的各个仓库。 如果采 

用新技术，重新布署，也必须重新分配工作。 此外，由于最近采取的紧缩措施， 

档案科工作人员不足，该科不能从事应进行的活动，变成一小只是存放未处理卷宗 

的仓库， 从教科文组织的一■殼性答复来看，该组织在其他许多科也存在着严重的 

工作人员不足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有一点令人感兴趣的特征， 

就是，许多资格近似的工作人员轮换从事几项工作，使他们能相互熟悉职责，解决 

年假、病假的问默偷时工作人员除特别情况之外不常雇用《 联合国曰内瓦办事 

处由于会议服务点和文件存放点分散，一些活动互相重叠，三个柜台需要临时助手， 

以便为3 5 小不同的存放地点服务。 甚至是在财政危机之前，服务与活动的这种 

分散杖况也消耗了联合国的大量资金。 据出版科所述，紧缩措施很可能会进一步

一 . 國 國 '



減少偷时协助赛用，而在目前的结构下，这将会导致减少对读者0̂ 服务,

(13)

. 6 4 . 項较易査明的直接储存赛用项目是建筑物的租金. 根据提供的资料， 

许多组织租用建筑物存货，每年支付的租金达930, 000美元。 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 际 劳 工 组 ® 际气象组织、开发计划署、工发组织、万国邮政联盟空间设备充 

不霞外租地j 世界气象i i 级和联合11日内瓦办事处尽管空间设施不足，也没有 

在外窗租用地贪》 .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租金全部受加拿大政府补铅，自己只需出 

2 5 % ^

6 5 * 其他各组奴辨C 报每年租金如下 Î

粮农姐织 

a . î i电信联盟 

敎科文 f i 织 

儿 i 基金会 

. 界JL生组戴 

知识产救组织 

联合茵慈部

m

髮 _ _  

126, 100 

33  ̂ 000 

59, 642 

S Ü r 676 

25, 900 

30, 000 

572, 900

928, 218 美元

政6、 上轰说明3 联合:国暴都游支瓶金占总粗金费用的 61. 7 % , 其次是粮 

农姐织< 和儿，基金会（S . ? 露 1L

；B m m m

m . ，了i 述赛溯之外，各邀顏还有若于系直接涉及储存的额外开支，也是因 

空间设施不足号1氣  例如3 存货从ih藤回主缕的费用， 由于场地不足，印刷

纸张和其他■物品於须# 量运送，订购#«送赞颜繁，价格昂责，工作人员花费的时间 

更多， 由于伺样的原因3 文件有时少量鄙发，以后又重邵，致使生产成本增高。



四、可能改善储存的办法 

A . 文件的限制

6 8 . 如第 4 8 段所述，尽管大会和其他机构作出了大量有关减少文件的决议， 

文件量仍在继续增加。 检查员在访问维也纳国际甲心时，获悉工发组织已采取措 

施 . 用双担而非单栏印刷文件，使用类似报刊那样的小字体, 这种既能节省纸张 

费用，又能减少储存的文件量。 样版可见咐件。

6 9 . 降低费用的另一办法是减少印刷的数量，让代表团认识到文件印刷必须保 

持在尽可能最低的水平上。 检查员认为粮农组织和国际气象组织在每份文件的封 

面印一份通知、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规定免费分发额以外出版物一律收費的做法， 

都是值得仿效的 .

E . 重新安排

70 . 重新分配空间、以便更有效地提供服务，除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以外，在 

联合国系统大多数组织牧办事处中都证明有一定效果。 联合检查组曾多次举行会 

议 ，由有关各科的负责官员参加，详细讨论了储存问题，讨论结果表明，采取重新 

安排能短期解决上文所述出版科的紫张库存情况【见第 2 5 段 K  联合国H 内瓦 

办事处的行政机构愿意Æ这方面采取行动，越早行动，读者越能从改善服务中早日 

受益，

C . 新的建设

7 1 . 在调查如何解决储存空间日益不足的问题时，只有少数组织认为修建新大 

楼是主要办法。 事实上，只有日P?瓦办事处认真考虑过这一问题， 而即是是在

国际气象组织的通知说： " 为节约起见，本文件的印刷数量有限，请各代表团 

携带文件参加会议，不多索取 "。



该处中，由于当前财政困难，也显然已经放弃修建新大楼的想法{其费用佑计在 

2 0 0 — 4 <3 0 万美元之间) ， 在不久的将来， 一旦梭农组织的附属大楼在5年

中完工， 购买和控制科会搬回V ia  d e l l  Terme di  C a r a e a l l a 的主楼， 粮 

农组织的仓库情况将大为改善* 由于不再需要付租金， 可望节省大量现金（见第 

6 5段）. 另一方面，国际电信联盟也在执行新sg建设方案，并将在两年中完工，

但至于仓库精况是否会因此得到改善. 检查员尚未得到证明。

D. 采取新技术

72 , 在研究储存何题时，检查员感到 . 尽管在某些精况下，限制文件，重新安 

排空间、甚至建设新楼房，是必要的，但都非全部答案. 各组织的答复表明，之 . 

所以出现储存河题，部分原因是联合® 系统各组织在S 书馆，档案室、文件和出版 

科中不具备大规摸储存，迅速有效檢索资料的设施 . 因此，许多组织极希望能采 

用魂代技术，以便减少養用，提供有效的专业服务。 尽管一些组织已经在使用缩 

微胶卷和缩微胶片系统，但据说这些系统使用量过大时会出现着某些缺点. 另一 

方面，一些专家则提出 :， 在没有首先解决资料处理的问题时，不要为自动化而自场 

化* 检查员也认为，自动化0^好处并不在于其本身，只有在表明效率和节约的精 

，况下，才应利用，

7 3 ,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说，最有可能f 省储存空间s g ,是用磁盘储存，将生产 

周期全部自动化，每日的文件生产则使用激光印刷技术.迈样的工序能大大减少 

仓库需求， 采用远种生产办法的可行f t研究拟在下一个三年中进行. 国际劳工 

组织说， 值得审查ag另一种革新* 无疑是利用光盘来控制储存。 教科文组织认为， 

使用现代技术是不可避免釣，档案《g增加也是不可避免 ÎRL 它欢迎研究新Era电子 

技术， 工发组织也有同感，认为如果不采用现代技术，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费用 

和各种困难都将HT益增加。 知识产权組织一直在审查使用先进技术改善业务的可 

能性， 联合国总部则祐计，光盘将是最经济有效的储存工具，但远一技术在记录



周期开始时就要使用。 一个明显的结果将是大大削减所需的储存空问.有效减缩 

资料，减少需要非技术工作人员. 在这方面.联合国秘书长最近设立了一个技术 

革新委员会和•一个自动化科办公室，由负责行政和管理的副秘书长担任主席. 以 

求让联合国能尽快地利用技术草新的各种利益， ，日内冗办事处对解决场地问题十 . 

分感兴趣，认为出路也件在于现代技术；例如缩微胶片、激光印刷机、光学盘等。 

靠纸张来保存联合国1TU机构资料有风险。 而且也不能指望联合国系统各单.位各自 

闭门造车，在争取今后的储存媒介时，还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74 .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检查组与日内瓦办事处秘书处内行的工作人员合作, 

对数字储存的新方法进行了一项广泛调查，并访问了一些私人公司和政府机构。调 

查得出结论，使用光盘和减缩系统可能可以解决资料和文件储存与检索问题。 对 

这一系统的技术性描述、有关其特点，运用与执行问题将在下文说明， 一旦这一 

项目得到批准，必须进行详细的比较。 在目前的调查范围内，已经对市场上出现 

的许多系凭巧行了初步审查. 但有关这方面的任何决定则必须由管理部门模押其有 

关理事机构的授权作出， •

1 . 技术说明
Î---- ----

7 5 . 该系统有以下组件二

( a ) 光盘，直 径 1 2 对，容量2 千兆字每予【2, 000, 000, 0 0 0字1̂  ̂ ) , 

相当于40~60000页A 4 开纸张的图象式储存,【即本报告纸张的大 

小 ）， 如果以编码而不是图象储存文件，例如通过文字处理机直接 

输入，还可以取得更大的容量（高达 1 0 倍 使 用 今 天 的 激 光 技  

术只能在光盘上杯记一次，但却能辨读无数次- 已标记ra信患不能 

改动。 这事实上对于存储联合国文件是一■个优越性，因为文件一旦 

翻译打字，便不能再改动。 增补、更正、修改，可作为单独的文件 

储存。

(幼光盘驱动是标记和辨读光倉的器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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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光盘机是一种机械化的自动装置, 可以存储和读辨1 0 0 个光盤，K. 

时使用而不需人工操作翻转或更换光盘， 衣榻大小的光盘机能装 

1 0 0 个光盘，储存1 0 年内日内瓦产生的所有文件，

( a ) 扫描机以每分钟1 0 —  3 0 页的速度、每时 2 0 0 —  4 0 0 点的分辨 

率扫描文件。 多数扫述机可以扫述A 4 和 A 3开纸张（力 A 4 开的 

两倍 ），另外装配个自幼馈入系统。

( e ) 图象並示单元 (一)在扫描之后可确定围象是否正确，核査其质量 ; a 作 

为打印前的检索结果，这些单元分辨率很高，每个突光屏有2 0 0—

4 0 0 万个象素（每时1 0 0 - 2 0 0 点 ）。 某些单元可以每突光 

屏墓示2 与 A 4开纸，还可以拉近、激转图象， " 切割 "，重叠摄象， 

两秒斜内即可将图象从光盘检出。 如果用自动光盘机换光盘,只需 

1 5 秒钟，如果不装设自动光盘机，则需用手翻转或装片/

( f ) 工後绍是绝作、索引和拉索指令的输入站。 文件使用关鍵字作索弓I ,  

( 例如联合国文件使用文件编号、文字标记、以及其他涉及文件主题 

的关键字），可随时检索， 检出后显示于图象显示器上 (e),也可以 

打印 (ê)。 在某些系统中，（e)fP(g)所介绍的单元嚴示图象的商口能力 

相似，

打印机，传真或激光打印机，打印检索出来的文件，速度为每分钟1 0 -(g)

2 0 更，分辩率每时1 0 0 —  3 0 0 点，印出的文件质量较高。 文

件靠电子储存，多 年 质 量 不 减 ，能保持商业价值，而且易于翻印。 

事实上，田于打印机应装设在用户所在地，例如图书馆甚至代录团， 

用户可以自行翻印文件，象现在便用厳印机一样。 由于光盘系统便 

于操作，用户只需接受报简单的训练。 ’

电脑处理系统的操作、管理、通讯和用户间交流。 翁制索弓1和检索。

与之相连的是一个磁盘驱动器，将扫描的图象储存起来，记入光盡， 

并储存检，出来的图象，以备打印，

( i ) 设缆和两络。 许多系统避过地区而工作，让更多的外Ell设备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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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统挂钩，而不受距离限制。 光盘系统可以连通电讯同，让代表 

团和其他组织在远处的终端使用系统。

2 . 用途

7 6 . 光盘系统有以下用途：

( a ) 将H 目前文字处理设备产生的、a 装设文字处理机之前产生的、以纸 

本形式储存的各种文字的联合国文件予以储存和归桂, 文件不必再分 

分存多处，也不必印刷大量首批文件，可节營储存和翻印赞用。 美 

国的一份研究振告结算：纸张系的每储存黃用力每贡 0 . 2 7 美分 , 

而光盘系统则为0 .  0 3 美分。 ， 在 1 9 8 5 年，日内瓦共印了 

450, 000頁原件，即每个语种有4 0 0 0 份文件待清理和编索引。 

这些文件可以图象形式存于1 0 个光盘上，或以编码形式存于一个光 

盘上。 日内瓦办亭外当前有1 7 .  5 公里书采，复页保存多于三年 

时曾达4 0 公里。 现在决定只存两年的文件， 使用光盘系统就没 

有这种限制的必要。

(Û)联合国出版物的储存和" 按需出版"
( C )储存易损档案 , 例如国联的文件和地图。 这样，用户能便用文件又 

不必触及文件。

( d ) 检索文件 : 第一阶段是在部使用，让联合国人员、代表团和其他非 

联合国人员避过内部终端来使用上迷储存文件，并有可能将检索出来 

的文件付印。 第二阶段是通过电讯连系，让外面的代录团、政府、 

大学、旧书馆、驻地办事处和其他组织也能便用储存文件。 所有的 

文件誠在线储任，随时可用，靠自动光â：机査找只餐几秒斜，用户可 

以很快得到文件，不需从遥远的库房里取出9 所以，拒台服务得以 

改善，短的文件立等可取，较长文件则视打印机忙闲而定。

( e ) 向其他地方传输文件 , 不仅在日内瓦、组约和银也纳等地之间传输， 

还可能取代传真及其储存。 可以极大地提高向遥遮地区传输文件的

见国家计算机会议文件， 1 Ô 8 6 年 6 月，拉斯韦加斯。
- 25 -



速度，而且所接收的打印件同原件质量相同。 

t f ) 将信息载入各种媒介 , 包括光盘、缩微卡片、较磁盘等，予以传播。 

这些媒介可以直挨从光盘储存系统中产生。 各组织可以出售光盘上 

的文件并赢利。 6

(g) 文件管制系统是一个手工操作的系统 , 如果文件管制处，要的所有有 

关信息 . 包括在索引内，便可以前该系统同储存和归桂系统连接,

0 1 )打字间以文字纯理机产生的文件目前存于活动磁盘、盒武磁带或较磁 

盘系统。 如果将文件存入光盘，就不再需要当前的1)3档办法，打字 

间可以节營时间和费用。

( i ) 储存图书馆刊物的内容以便加速合订本的周转, 节省•空间，还能保证 

藏书完整，杜绝缺失。 但将光盘系统用于这一目的之前还要进一步 

探讨版权问題。

U ) 将 来 5 展方向

一统一联合国所有各组织的词汇；

一 译 、校人员参考資料，将己存入的案文用于新的文件；

一 便利在各部口中设立新的挡案处；

一 档 案 服 务 ；

一 行政服务，例如人亭、工资、卿买休险、现金管理等等；

一 电 子 发 行 书 刊 ，例如无纸刊物；

一 电 脑 协 助 培 训 。， >

3 . 实施

7 7 . 由于装设光盘系统对储存空间、员额、业务、文件检，及同其他地点的交 

流等许多领域都会产生重大的※ 响，应该以合适的布局进行周密的试验。 首先需

例如加拿大政府已宣布加拿大的词汇資料库TEMIUM  &做到这一点，美国的 

SmitUsonian  i n s t i t u t e 国家航空航天傅物馆目前正在出售录象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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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一 •个组织为试点， 然后向其他传投经验。 为了在实行这种新项目的时侯避免 

不必要的开支，有必要选用一种系统，不仅能配合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现有技术， 

也能同其他类似系统相衔为了改善日内瓦办亭处的比较最严重的情况，并同 

曰内瓦地区对这技术有兴趣的其他组织密切合作，不妨将日内瓦办亭处作为试点。 

为了测试通过电讯联系的文件传输能力，应同时在组约装设某些文件输人检索和 

打印设备。

7 8 . 许多供应商仅供硬件，这样就需要找到一家公司配备款件。 试檢设备需 

要直接收文、储、检索文件，所以建议选择一家能提供全套设备的供应商。

7 9 . 技术变革很快， 今曰市场上的系统数年之后就可能过时，所以，选择的供 

货公司应该要可靠，肯向顾客承担义务，当市场上出现新技水时将已装设的设备加 

以更新， 并保证新的自动化办公系统能同所选的光教系统相衡接。

8 0 . 作力初始设备， 提出以下三种万案：

(a) 一套塞本结构，包*括一个电脑、一个光盤驱动器、一个扫描器、一台 

显示器和一台打印机。 约需2 0万美元。

( t ) 另一麥结构，用于图书馆和出版物， 以检验实用价值，包括一台电脑、 

两个光盘驱动器、三个扫描器（期刊图书馆一台，出版物两台）、四 

台显示器和打印机（图书馆：联合国和非联合国文件各一台; 出版物: 

柜台和扫描器各一台）、约需3 5万美元。

( C ) 结构与(b)相同，但包括一台自动多光盤机，以测试这种设备，并可随 

时查阅所有的储存文件， 约需5 5 万美元。

8 1 . 检察员认为，在 0 内瓦办等处装备(b)积(C浙提的设备, 将能充分便用多年,

8 2 . 许多系统不需要特别的空调。 它们的工作环境相当于信患或文字处理外 

围设备的正常工作环境。 但万国宫内有一个房间具有空调、地板盤高，下面可放 

设电缆， 可容纳中心设备，这个房间目前为会务司的文字处理设备占用，但仍凉足 

够空间可容纳一个光盤系统。

8 3 . 装备光盘系统将便会务司的许多iL务发生全面变化，所以建议重新安排 

1986-1987年预算中已核准的資源，以备] 取和便用上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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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悠

84 . ( a ) 光盘寿命估计至少1 0 年，制造商估计很快可达3 0 年 * 可以毫无 

困难地在达到时限之前复制光盘，使文件寿命无限， 可能有人争论 

说，这 是 项 新 技 术 ，光盘寿命尚未可知，联合国不应在这样的新技 

术中率先行动。 但光盘已经受了充分的考验，可以予言，通过全世 

界东西方以及政府和私营組织广为使用的复制系统，可使光盘有极长 

的寿命。 装备这种系统的实例有：国会图书馆（美国）、塔斯社 

( 苏联）、 （联邦德国最大出版社之-■*)、国际奥林克委员会、中 

央电脑电讯机构（英 国）、专利局（漠大利亚）。

0 3 )可以指定全部保密的文件或光盤，

( C ) 光盘不可擦除，而且在正常情况下在不同光盘上同时生产两份（所谓 

的备份），因此十分安全，不可能有意或无意消灭丧矢。 如果将备 

份光盘存在远处，例如将日内瓦产生的文件存于纽约或反之，则不论 

发生何种灾祸，联合国仍备有所有文件。

( d ) 市场上开始出现可擦光盘，可以用于，要改动的文件*

( e )制造商预、料，明年将有较便宜的个人便用电脑，可连通一个能检索和 

打印所存文件的光盘系统。

( f ) 也可以用磁盘系统代替光盘系统，但其存储能力较低、寿命较幾,容 

易出差错，甚至可能矢去磁盤上全部内容（例如所属的磁头碰撞）。

(g) 另一个办法是使用小型光盘系统，直往5 + 时，所用激光技术同1 2 

时光盘相同。 这种办法没有被考虑，是因为它不能满足文件存储量 

和瞬时蜜阅。但实际上，也可以进一步探讨是否可将它用于独立的桂 

案材料。

( h ) 销售商佑计每分钟可以扫描2 至 5 页， 如果平均每分钟3 — 4 更， 

母日 6 小时，每月 2 2 个工作日，则一名操作人员用一个扫描每年 

约可输入300, 0 0 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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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可以节约文件的邮寄赞，并且可以向用户提供额外割本，收取赞用， 

作为收入。

Ü ) 上述许多优越性可以滅少当前存储、检索和分发文件的人力。 在试 

验期内应设法确定15■省的数额，经过试机、完成全系统之后，可得到 

准确数字，但在最初阶段要同时便用两小系统（现有的和新的），所 

以初始阶段会增加斤支和取员。 系统的资料收集、编禁引和保管需 

要补充员额，而当前储存、搬运、保管资料的人员则过剩，所以，视 

当前员额、地点和資料室的利用、 以及现有索引办法方面的差别，各 

组织可实现不同程度的节约。 美国公司成本回收期一般不到1 8 个 

月，最近对于英国一家大公司一年试验的调查结果更表明，当年的存 

储费用节省了9 0 % 。

可用考虑祖用而不购买设备。

( 1 ) 试驗的负责人还应确定：

一如果在全联合国系统应用，实际需要什么，布局和费用如何；

一在技术上修改、^ 充软件和硬件，使之适合联合国的需要；

一用户是否满駕：；

一 近 期 和 长 的 节 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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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结论与建议

85.虽然内外审计员对储存报少建议采取行动，但是检查员的结论是：联合国 

及其机拘都有不同严重程度的储存问题g 诸如联合国本身、特别是联合国曰内瓦 

办事处，以及報农组织、教科文组织等的储存面积都极为缺乏《 尽管在检查员的 

采访过程中，绝大部分官员表示关心，但是，储存问题似乎始终没有得到一些组织 

足够的重视， 现在检查贾高兴看到，这些会议终于使各组织开始注意这事了，有 

些组织也对其库存情况进行了内部审查，

86.收到的答复表明，过去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曾对其储存总费用作过佳计* 本 

报告所反映的部些费用（工作人员费用和租金）仅是与储存有关的直接费用的一部 

分，除此之外，还有一•大笔间接费用' 另一*点是，在许多组织和办事处，特别是 

在數科文组织和日内瓦办事处，储存问题严重影响到服务质量，而且在大幅度地增 

加费用《 因此，检查员认为，联合国系统的各组织和办事处应更仔细地审议储存 

问题，包括直接和间接费用，以及储存对实质性工作所造成的后系，

87 .檢查员也查明了影响各组织库房的因素， 极农组织、教科文组织，联合 

国总部和日内瓦办事处当切建造时面积佑计不足，实际布局有缺点,它们的一个 

共同现象是活动日频，文件数量增加， 尽管通过了无数决议，要求压缩文件数量， 

但由于经常需要额外份数，所印发和炉存的文件仍持续增加* 因此，应设法更准 

确的确定和控制文件的需求量，

88.显然，联合国系统各總慈都只是靠自己、而不是靠联合国系统肉外的经验 

来对付储存困难。 检查员同一些组织都相信，采纳世界市场上已有的现代技术， 

可协调地、全系统地解决储存问题，大幅度压缩储存费用，改善联合国系统所提供 

的服务质量，同时也有助于档案的管理• 检查员基于这些结论，提出下列建议：

文件数量C第 4 4-4 8、 6 8和 6 9段 ）

建议1 :联合国系统的各组织应严#执行有关眼制文件的立法机特所通过的决 

议，还应尽可能考虑实施以下新措施，设法减少文件初次发行的份数和库存：

( a ) 向各成员国和其他单位发信，请它们再考虑减少所收的项数和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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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用两栏印刷，用类似于报纸的较小字体，

( C ) 在所有印发文件的封面附加说明，通知各代表团，为了节约，文件印 

数有限，请他们不要索取额外份数、

(d〉 各成员国其他读者如超过文件限额，按份数收费。

储存和挡案管理（第 4 9 - 5  2 段 )

建议2 : 关于多余的油印文件、官方记录和刊物的库存审查和处理，各组织应 

严格执行已有的规章制度，若没有，则应从速制定，付诸实行，

建议3 : 应制订并执行严格的规章制度，在各部门实行共同登记。 档案应送 

往共同挡案中心，而不是存在办事处， 这样的挡案中心应由受过培训的档案员来 

管理

面积管理C第 2 1 — 2 3 和7 0 段 )

建议4 ; 为了节约和安全起见，联合国总部在l o n g  I s l a n d  C i t y 和 Park  

Avenue的储存应于取消，存件搬回联合国仓库，

建议5 : 出版和总务部门已同意重新安排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储存地点，这

应尽快执行.!

传统与先进的技术和设备C 5 3 — 5 7 ,  7 2 - 8 4 )

建议6 : 凡能通过这种方式提高效率、取得节约的组织，在储存时应开始使用 

缩微设备、电脑系统和其他自动设备。

建议7 : 光盘系统是解决储存问题检索文件的最有希望的途径，应尽早开始试 

验， 为了争取最高效率和最大节约，应授权将储存设备最差的联合国日内瓦办事 

处出版社和® 书馆作为项目试点•

建议8 :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应暂时推迟购买光査技术，尤其是在储存和检索领 

城，先等待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试验项目的结果，设法争取一个既能容纳现有和未 

来技术、又能使用其他组织的文件和设备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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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第 2 3 和8 3 段 ）

建议9 :

(a)

(b)

(c)

重新安排1986 — 1987年颜算资金，不病少、也不推退对出版社和 

图书馆实翁已批准的1986 — 1987年的拨款( 即使为了对付联合国 

财政危机A 在 19  8 7 年再次认为必须采取这样的措施），授权联合 

国日内瓦办事处为这一试验项目筹资（设备的购买、安装、维修和运 

用 ） •

可与Park  Avenue仓库房东达成协议，用 iB销合同所得的钱将那 

里和 :Long I s l a n d  C i ty仓库的东西搬回总部，

吁请成员国预缴正常预算会费，以后再扣除，或为引进光盘系统自愿 

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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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缩小文件纸张规格样页 

小 ）

样页 原 页 原页缩小
最 高 数

可能缩小*
行/ 页 字/ 行 字/行

A 一般规格 - 60 77 4,620 -

B
变 动 后

的 规 格
849̂ 2 X69 49 6,762 31%

C
变 动 后  

的 规 格

81?̂ 2 X 72 51 7,544 36?̂

D
变 动 后

的 规 格
78?& 2 X 1 3 55 7,950 41?̂

联合国8 页或8 页以上文件所能减少的页数；样页2 、 C和D与样页A相比所 

能缩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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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mbia, to consider this situation in southern Africa, had roaffirmed their 
condemnation of apartheid and called for it® total elimination in th«
Interests of p«acG «nd stability in southern Africa. Being convinced of the 
importance of th« measures against South Africa announced by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tho Commonwoalth, they had wGlcomed in particules* the 
designation of the Commonwealth Eminent Persons Group and had urged the 
Govornmont of South Africa to co-operate with that Group. Th® United Kingdom 
nod it9 European and Coirnnonwealth partners had opted for contact and dialogue 
rather than ostracism since they believed that economic links with South 
Africa could be used to bring about change. In 1977. howttv奢r« the 
United Kingdom had taken the lead in drawing up a European Community Voluntary 
Code of Conduct for companies with interests in South Africa.

4. He «ilso recalled that, in 1979. his Government had launched an aid
programme for black South Africans which consisted largely in providing 
post-graduate scholeirships for* blacks to study in the United Kingdom.
Moreover*, his Government was supporting regional co-operatiorl for economic 
dttvelopmcnt among the States of southern Africa and had pledged a 
contribution of £12 million towards th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Conference in addition to the bilateral aid that it wa5 
providing for individual countries of the region.

5. He was aware that some other delegations did not agree with his
Government's policy of maintaining contacts with South Afric« in order to
promote a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he problem. However, he wished to reaffirm 
that his Government was firmly opposed to general «conomic atnd trade boycotts 
which, in its opinion, would impede the achievement of the desired objectives 
and me roly stiffen resistance to change. It was also evident that the black 
population would suffer most from >uch economic sanctions which would lead to 
an escalation of the cycle of violence and repression and undermine the 
process of «conomic development. His country s a w  no reason to inflict damage 
on its own economy, «nd oven more serious damage on tha «conomiVt» of many 
central and southern ^^frican countries. in pursuit of a policy of coercion 
that, in its opinion, would not achievo the «xpected results. In that 
rospect; he pointed out that document E/CN.4/Sub.2/1985/fl and its addenda, 
submitted und«r~ aigenda item 7, contained a pr«postcrou»ly ««l«ctiv« and 
incomplete list of companies maintaining contacts with South Africa. 
Consequently « his country would have no hesitation in voting against any 
resolutions relating to that list which constituted a highly biased instrument 
of propaganda. flany countries other than those mentioned on the list had 
économie links with South Africa and the Special Rapporteur had once again 
failad to make usq of such basic source， as IMF trad© statistics. His country 
regretted that the reforms recently announced by the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had no bearing on the question that lay at the heart of the problem, namely 
the political rights of South African blacks and the total abandonment of 
apartheid. However, his Government welcomed the potentially positive aspects 
in President Botha*s speech.

6. Hi« country was opposed to the illegal occupation of Namibia and deplored 
thft extension of apartheid to that territory and th® detention of political 
opponents. His country would continue to advocate a peaceful solution to that 
problem, based o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435 (1978).

7. With regard to agenda item 17 (b), it was obvious that his country. being 
committed to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would do QV«rythin9 in 
Its power to ensure the success of the Second Decade to Combat Racism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His delegation welcomed the con»tnJctiv« features of 
the new Prografiune of Action drawn up for the Second Decade, but regretteci that 
his country was unable to accept c«ills for mandatory economic seinctions or 
r®commendi»tions concerning the organization of additional meeting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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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ablft, to consider the 參ituatlcm in oouthtrn 
Africa# had reaffirm^ th«ic condesinatlon of 
apartheid «n<S called foe Its total «linination 
in the lnt«reflts of peace and stability in 
southern Africa* Belr^ convloc^d of th« 
IntpoctAnc* of the neasures against South Africa 
announced by the European ConunIty and the 
Coononv«alth« they had velconed In particular 
the designation of the Covnonvealth Eminent 
Persons Group and had ur^ed the Gov«rnnent of 
South Africa to co-operate with that Groups The 
United Kingdon and its European and CommonweAlth 
partners had opted for contact and dlAlogue 
ratb^r than ostraclsn they believed that
economic XinKs with South Africa coul<3 be used 
to bring «bout change. In 1977, hcjwevec, the 
United Kingdom had taken the lead in drawing up 
« European Connunlty Voluntary Code of Conduct 
for conpani«s with Interests in South Africa.

4. U« also r«call«d thatr In 1979, his 
Governnent had launched an Aid progcaanne for 
black South Africans which consisted largely in 
providing po8t-9 r*duAt« •cholar尊bips tot blacks 
to study In the Unit«d Klngdcn. KocftOV«r« hi雄 
Government was supporting regional co-operAtlon 
for «conoiâic âevéXoptaent aaong the States of 
southern Africa and h^d pledged a. contribution 
of £12 alllion towards the Southern African 
pevelopnént Co-ordination Conference In addition 
to the bilateral aid that it vas providing foe 
individual countries of th« region.

5. H« was aware that aone other delegations 
dl(3 not agree with his Gov^rnaent*b policy of 
aaintttliilng contacts with South Xfclca In order 
to proaotc a peaceful Mttl«iMnt of th« 
problem. However» he wished to reaffirm that 
his Government vfts firmly opposed to general 
economic and trade boycotts In Its
opinion, vould impede the achievement of the
dttsir*d, object 1 ves and aerely stiffen resistance 
to change* It was also evident that the black 
population would suffer most froB such economic 
•anctiona which would lead to an «ecalâtlon of 
the cycle of violence and repression and 
underalne the process of ttcono&ic development.
His country aav no reason to inflict daioage on 
its own «conocfiÿ# and even more serious da&age on - 
tht econonlea of aany central and eouth«rn 
African countries, in pursuit of a policy of 
coercion that« in Its opinion, would not achieve 
thtt «xpected results. In that r«apect, he 
pointed out that document E/CN,4/Sub.2/1985/8 
«nd ltd addenda* submitted under açenda item 1, 
ccntained a preposterously selective and 
lnconpl<t« list of coapanlcs aalntaining 
contacts with South Africa. Consequently, his 
country would h«v« no hesitation in voting 
against any resolutions relating to that li參t 
which constituted « highly biased instruMnt of 
propA9»nda. M«ny countries other than those 
iMntioned on the list had economic links with 
South Africa and the Special Rapporteur had once 
again (Ailed to make use of such basic sources 
as IMF trade statistics. His country c«gretted 
that the refoms recently announc«<3 by the South 
hfrican Gov«tnment had no bearing on the 
question that lay at the heart of th« problem.

nanêXy the political right藝 of South African 
blacks and the total abandonivent of apartheid. 
However, hie Government coreed the potentially 
positive aspects In President Botha'a »pe«ch.

6» His country vas opposed to th« illegal 
occupation of Namibim and deplored th« extension 
of apartheid to that territory and the d«tention 
o£ political opponents* His country would 
continue to advoc«t« a peactfal solution to that 
pcobXen, based o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43S (1978》，

7, With r*9 ard to agtnda it«« 17 (b), It waa 
obvious that hl« country, being conmittea to the 
eXlain&tlon of racial diacrlalnatlon# vould do 
evctything in its pov«r to •nsiire the success of 
the Second Oec4d« to Conbat Raclsa and Rftclal 
Plscrlnlnatlon. His dtI«gAtion wftXcoMd th« 
constructlvt features of th« m v  Programae of 
Action dr龜trn up for th« Second Z>«cad«, but 
regretted tbat bis country was unable to accept 
calls tot Mandatory «conoalc «anctlona or 
recOnpendations oonc«caing tb* org«nizatlpn of 
additional Mftting華 and 尊 not
strictly necessary. However, he had read with 
Interest tl>« report on tb« SftBinar on Cosaaunlty 
Relations Comissions and th«lr functions 
contained in documnt ST/HH/S*r.A/17• In his 
opinion, th* «ctlvitlvs «nvisaged In th«
Progranse of Action shauld be Inplemented 
through the redeploynent of available 
resources. In conclusion/ he hoped that the 
spirit of co-op*r«tlon that th« nei&bers of the 
Comission had always iuinlf«8ted to ensure the 
adoption by consensua of texts concernii>g the 
Decade vouXd b« «aintaiMd*

8. Mr. HPWTg MAYOR C M T T V《K«ic。） said that 
the'^activitics relating to itemB 6, 1, 16 and 17 
on the Coaniflslon* 8 agenda had the coaonon 
objective of «11■又nâting apartheid and racial
<SiscrImlnation In soutbecn Africa and. In 
9«nttral« putting an «nd to the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that w«c« constantly being 
cooDsltted by the South African régiae•

9, The report «ubmittcd by th« Ad Hoc Working 
Group of Expect» on southtrn Africa once agdin 
conîimtd that concerted Intccnatlonal action 
was •flsentlal to put an end to the acts of 
violence and syatenatlc violations of the human 
rights of th* population in South Africa. 
Moreover, the updated annual emporte submitted 
by Mr, Khalifa no longer left any doubt 
concerning th* identity of the allies of the 
apartheid r^lae who. In their own interest, 
wer« pcotecting and Mintaining in power a 
f«9 i«e th«t was openly exploiting and enslaving 
an entire people. The argunent that the 
trananational corporations ««tabllthed in South 
Africa h«d no nationality or that respect for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freedoms precluded 
closer control of th« activities of those 
corporations was totally Invalid* All 
tcanBnatIona 1 and other corporations were run by 
■en Mnd wonen who held a specific nationality 
藥 It was they, together with th« State* that 
permitted such collaboration, who wer« guil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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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l«« to coatid^c th« situation in southern 
Africa, bad roâffiiBed thtit condemnation of 
apartheid ând called for it* totâl eli»inâtlon In 
th« interests of peac« «nd stsbllity In «outbern 
AfrlCA* Btlng convinced ot th« laportanct of th« 
aeasur«s «çainst South A£clcfi *nnounc«<5 by th« 
European Conmunity and th@ Co®fionw«ôlth, they bad 
v̂ lcoffittd in pAtticular th« désignation o£ tht 
Com>nve«ltb Ealnent Persons Group *na had urg^d 
tht Ccv"nMnt c£ South Africa to co-operate iflth 
that Group. The Onltod Kingâoa and itm European 
ând Cooaonvcalth paitntrs h«â opt«d for contact 
«nd dialogut ràth«r than o暴tr«cisn «inc® they 
believed that «concaic links with South Africa 
could b% u Md to brlnç About changs. In 1977, 
however, th* United Klngdoa had taken the l«ad in 
dravlnç up a European Coissunlty Voluntary Code of 
Conduct for compAnles with int«teats in South 
Afrlca«

4. B« «Iso r«called that# in 1979, his 
Gov«rnMnt h«<S launched «n aid progr«za»e for black 
South Aft leans vhlch consisted largely in 
providing post-grftdu«tt scbolftrships for blacks to 
study in th« Unlttd Xlngdoo. Mor«ov«r/ hit 
Govcriment was supporting r«gtonal co-optr«tlon 
for «cononlc dtv«lopnent aaonç th« St«t«t of 
Mutbérn Afrlc* «n<3 had « contribution
of £12 ailllon towards thft Southarn African 
DttVttlopB̂ nt Co-ordinAtion CoAf«r«ncft in *d<)ltlon 
to tht bllat«r«l «id thAt it vas providing for 
Individual countci«« of th« r*9 lon.

5, Re vas «war« that eoat other delegations did 
not with hit Government’》 policy of
maintaining contactA with South Afcica In ocder to 
proMot* a p««ce£ul MttlcMnt of the problem. 
Botf«v«ft h« to ra«fflni that hl« Govftrna«nt
wat finly opposed to g«n«r«l «conoaic 昌nd trade 
boycotts vhlch« in its opinion* would inpede the 
acbl«v«Mnt of th« d«sic«d obj«ctlvft尊 《nd
«tifftn to chang*. It v«參 《l»o «vident
that tht black populâtion would suffer nost from 
•uch «conoaic sanctions vhlch vould lead to an 
•sc4X«tlon of th« cycl* o( viol«nc« and r«pr«sslon 
«nd und«r«ln« th« proc« ，參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is country 穆《v no redson to Inflict 

on its own •conomy, and «ven more serious 
dasAga on th« «conomltts of msny central and 
«outhcrn African countriftS# in pursuit of a policy 
of coercion that# In its opinion, would not 
achlfvc th録 《xp«ct«<3 r««ults. In that respect, he 
pointers out that dociuMnt I；/CN,4/Sub.2/19B5/8 and 
its addtnda^ «ubslttcd und«r sgtnda it«n 7, 
cont«in«d a pr«post«cou»Xy «•lectiv* and 
Incomplete list of coopAnies maintaining eontftcta 
with South Africa, Consequently^ his country 
would haive no hesitation In voting against *ny 
r«solutiona rtlatin^ to that liflt which 
constituted a highly blaMd instrosent of 
propa9«nda. Many countrl^ft othsc than thoo« 
MntioMd on th« list ba4 «conoalc Xlnkt with 
South Africa and the Special R«pport*ur had onc« 
•gain Ctiltd to nak« usflt of such basic courcea «b 
IMF tr*(S* 總 Bit coantsy r«9 iett«d that 
th* ccComi rccsntly «rmounced by the South 
African Governaent had no bt<fIng on tbe que«tlon 
that lay at th« heart of tb« problem, nuMly th« 
politiciil eights of South African black» «ml the 
totAl abandonnent of apartheid♦ However, hi» 
Govcrnnent welcomed th« potentially po*itlve 
Aspect! in President Botha^s cpcaefa*

6« His country vat opposed to th«
occupation of KAAlbi« and deplortd tb« extension 
of apartbtid to that territory and th« dtttntlon 
of political opporwnts* Hi» country would 
continu* to «dvoc«t華 雄  p««c«ful solution to th«t 
pcobXtAf bas«<3 on S«cuclty Council ctsolution 435 
(1978).

7. Mitb to «gcnda ItM 17 (b), it was
obvious that his country, being comltttd to th« 
cliainatl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vould do 
tv«【ythlr>9 in Its power to «n«uc« th« suoc*»* of 
th« Second Dttc«de to Coabat IUcIm «nd Racial 
Dlscricinatlon. Bis delegation vtlcooed tb« 
coh«t【uctW« •録 of thtt n«w Progcaao* of
Action drawn up for the Second Decide, but 
【egrettM that bis country unabl* to accept 
calls for THAndatory *conoetic sanctions or 
cecoonendationa concerning th* organization of 
■ddltional aeetings »nd ••mlnars that vtc« not 
• trictly nftcesMry. Hovtv^tf h« had r«ad with 
lnt*r*st eh* £*port on tb« Sftalnar on ConmunitY 
Relations Comdssions and th«ir functions 
contained In docuaent ST/HJ^S«r*A/17« In hl« 
opinion, th« activities «nvlsaged in tb« ProgcAnme 
of Action fthould be lBpl«aent«0 through th* 
Cttdcploymnt of av«iXAbl« c««oucc«t* In 
concliulon, h« hopad thAt th« spirit of 
co-cpttc«tlon that th« m«Bb«ra of tht CoaÉblssion 
had always unifcsted to «nsur* th* adoption by 
consentuB of t«xts concerning the Decade would be 
aaintalMd*

B. Me, HOWTB MAYOR CMTTU (Mexico) said that the 
activities r«Iatln9 to 6/ 7, 16 and 17 on
the Conusiasion* • agenda h«<3 th* conioon objective 
of tlinlnatlng apartheid and racial dlsctl襲inntion 
in southern Africa and, in 9«n*ralr putting an end 
to the violations of huaan rlgbt» that were 
coMtantly being oooaltttd by th« South African

9, The report subaltt^d by the Aâ Hoc Working 
Croup of Experts on «outhcrn Xfcica onc« "«in 
confirmed that conc«rt»d int*rnation«l âctlon was 
essential to put «n «nd to the Acts of violence 
and eystcmatlc violations of tht husan rights of 
the population in South Africâ. Nor#ov«r# th« 
updated annual export* «ub«itt«d by He* Khalifa no 
longer l«ft any doubt concerning th« idtntity of 
th# allie» of the «parth>ld who, in th^lr
own interest, w«c« pcotw:：tln9 and malntftinlng In 
powtr â r*9 l M  th«t v "  op*nly «xplolting and 
tnilavlng «n entire p«opX«. «cgutwnt that th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ablithftd In South 
Afcica had no nationality or thât r«*pect for 
tndlvldual and collective fttt«»do«8 precluded 
closer control of tht ftctivlti" of thoae 
corporation參 vftft totaXXy invalid. All 
transnational and oth«c corporations Mr* run by 
B«n «nd yooen who h«ld « cp«cl£ie nationality and 
it w«s th#y, together with th« States that ■ 
p«raltt«d «uch coXX«bor«tionr who w«c« 9ullty of 
criminal complicity by providing tupport for the 
South African cé^üMi*

10. It BO happened that 認«ny* of th« States vhlch 
ver« naintalnlng 參 with South Africa or 
which wcc« directly or indirectly supporting the 
racist rcqln» in that country bad not y«t signed 
the International Conv«ntion on tb« Suppression 
And Punishaent of tb« Crls^ of Aparthe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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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mbia, to consider the situation in southern 
Africa, h參i3 jlraed th«lr cond«an«tlon of
apartheid «nâ called for Ite total tllnination in 
the 尊 of p««c* and stability in southern
Africa. B«lng convinced of th« inportanc* of the 
measures against South Africa announced by the 
European Coonunity «n4 the CoMRonwealth^ th«y had 
wclcoMd in particular th* d«ml9n»tion of the 
CoflB&onwealth Eminent Persons Group %n6 h*â urged the 
Gov«riuMnt of South Afrlcâ to eo*>oper«t« with that 
Group. The United Klngdoa and Its European «nd 
Commonwealth partners bad c^t«d for contftct and 
dlaXo9u« rathtc than ofttCAcln ttlnc» th«y believ«â 
that «cononic links with South Africa could b« used 
to bring about change. In 1977, hovevcr, the 
Unit«d K1 nqdoa had taken th« in drawing up a
European Comsunity Voluntary Code of Conduct for 
companies with Inteceats in South Afric*.

4. H% also r̂ caXlttd that# In X979, hia Govcrnaent 
had launched an aid prograwne for black South 
Africans which consisted largely in providing 
post-^r*<Su«t« scholarchlpt for blacks to study in 
the United Kingdom. Koreovftr» hi» Government was 
support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fot «conottlc 
dev«Iopoent among the States of southtrn Africa and 
had pledged a contribution of £X2 Billion towards 
th« Southern Xfrlcan D«v«lopoent Co-ordination 
Conference In addition to th« bilateral aid that it 
was providing for individual countries of the rt^loru

sone ot 
cnnent*

5.
not «9r«e vlth his Govtrnnent'a policy of 
maint«inln9 contacts with South Africa in order to 
promote « peaceful settleâ ent of the problen. 
However» he wished to reaf£ icm that his Govecnnent 
was firmly opposed to general economic and trade 
boycotts wMch, In Its opinion, would impede the 
achievesent- of the desired objectives and merely 
stiffen resistance to change. Xt vas also evident 
that the black, population would suffer most fcon 
3uch economic sanctions which would X*ad to an 
escalation of the cycl* of violence *nd reprtatlon 
and undermine the process of •conoslc dtvtlopment* 
Hie country saw no reason to Inflict âRUige on Its 
own economy, and even wox% s«rious d&nage on the 
•cononies of «any central «nd southern African 
countries# in pursuit of a policy of coercion that» 
in ita opinion, vould not achieve the •xp«cted 
results. In that r<op«ct, h« pointed out that 
document E/CN.X/Sub.2/1965/8 and its ftddenda# 
submitted under •gtndà itea 1, contAined a 
pr*po8tftrou8ly scl«ctlv« ao<S lncoopl«t« list of « 
coap«ni«« nalntaining contacts with South Africa. 
Consequently, his country vould have no hesitation 
in voting againfit any resolutions relating to that 
list which constituted « highly biased instruisent of 
propA^anda. Many countries other th«n those 
Bentioned on the list had «conosic links with South 
Africa and the Special Rapporteur had once again 

to make us« of such basic sources as IMF 
tr*de statistics. His country regretted that the 
reforas recently announced by th« South African 
Gov«rnaent had no b«arXn9 on the question that lay 
at the heart of th* probXfti&« namely the political 
right» of South African bl&ckft and the total 
aban(5onnent of apartheid. Hovever, his Govcrnaent 
velcomed the potentially positive aspects in 
President Botha*« «p«6ch.

6. Ris country was opposed to the illegal 
occupation of Naoibia and deplored th« extension of 
apartheld to that territory «nd the detention of 
political opponents. Ris country would continue to 
advocate a peaceful solution to that probles* based

o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435 (1976)•

7. With ccgftrd to a9«nd« lt«n 17 (b), it vas 
obvious that his country« btlnQ coonitttd to the 
«limlnation of r«cial <Slscrlnination« vould do 
•vftfything In ita power to «n<ur« th« succtas of the 
Second Decade to Combat Racism and Racial 
Ol0criBination* His del«9<tlon welcoaed th« 
constructive features of th« new Progranme of Action 
drawn up for the S«cond 0«cade< but r^^retted that 
hi雲 country was unable to accept calls for mandatory 
•conocBic sanctions or r«coonend«tions concerning the 
organisation of â<MitlonAl ntetlngs and Mainars 
that v«r« not strletljr n«c•參《«ry» Bowftverc h« had 
read with interest the report on the Seninac.on 
CoiBftunity Relation* Conmisslons and thtir functions 
contained In docun«nt ST/HH/Ser.A/17, in his 
opinion, the Activities envlsaçed In the Progranoe 
of Action should b# through th«
redeployiMnt of avalltbl* r*sourc«s* In conclusion, 
he hoped that the «plrlt. of co-operation that th« 
B«aber， of the Coaei«sion had always to
•ntor« th% Adoption by cons^nftus of ttxts concerning 
th« Decad« vould be saintain*<S.

8. Mr. MONTE MAYOR CAWTU (Mexico) said that th« 
activities relating to itens 6, 7, 16 and 17 on the
Conooisslon* 8 agcntSa had th* cocnnon objective of
ellBinating apartheid and racial dlscrioiinatlon in 
south«m Africa and^ In 9cneral« putting an «nd to 
the vlolAtions of human righte that were constantly 
being consaitted by the South African régime,

9. T h e 【eport submitted by the Ad Hoc Working 
Group of Experts on southern Africa once «9âin 
confirmed that concerted international action w^a 
essential to put an end to the acts of violence and 
systematic violations of the human cl̂ htft of th€
population in South Africa. Moreover* the updated
annual reports subaitted by Mr, Khalifa no longer 
left any doubt concerning the Identity of th« alllei 
of the apartheid régime who, in their own Interest, 
vere protecting and aaintainlnq in t>owttr ■ réglne 
that VAS openly «xploltlo? and «nalaving. an «ntire 
people. Th« arguaent that the transnational 
corpor«tions «stablished in South Afrlc* had no 
nationality or that r«spect for Individual and 
coll*ctiv« fr«ftdoo0 pr«cXudttd closer control of the 
actlvltJlei of thosft corporations ««患 totally 
Invalid. All transnational and other corporations 
were Tun by æ n  and vomen «ho held a specific 
nationality and it was they, together with the 
St«t«s that pvrvitteâ such collaboratioric vho were 
guilty of criminal coapllcity by providing support 
for th« South Afric«n reglue.

10« It mo happened that many of the States which 
MKTft maintaining relation* vith South Africa or 
which we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supporting the 
racifit refine in that country had not yet signed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 Suppression and 
Punidhnent of the Crin« of Apartheid. Moreover, the 
?rogi:*nD« of Action for the Second Decade to Combat 
Racififfi And Racial Discrlnlnation could not be 
impleoented while son* countries wtté continuing to 
support &nd collaborate «rith the régime in Pretoria.

11* The situation in southern Africa had been 
•teadlXy deteriorating. It was ti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ounity to assume its 
responsibilities «t laet and undectAke conceited 
action to put an end to apartheid, racism, racial 
discrlaination and the unending violation of human 
rl9hts 1a southern Africa since the judgeaent of 
bistory was ij&pla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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